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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三明市城市公益广告语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从场景分布、内容分类以及语言运用三个角度分析

所收集的公益广告语语料的基本情况，并依据此提出三点具体的改进建议，希望对三明市城市公益广告

语的投放工作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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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ituation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in Sanming city, ana-
lyzes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collected corpus of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from three perspec-
tives: scene distribution, content classification and language use, and puts forward three specific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based on this, hoping to be helpful for the delivery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in Sanmi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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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公益广告不同于传统的商业广告，其更加注重社会效益的提高，现如今，公益广告语已经成为现代

城市环境中不可或缺的一道人文景观，以其独特的社会性、公益性、号召性等功能深刻地映射出了当前

社会的发展现状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1]，唤起社会民众对此的广泛关注。不论是宣传国家最新政策，还

是弘扬新的时代精神，传播社会正能量，公益广告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人们精神文明需求

的不断提高，公益广告语的内容和形式也日益多样，这种动态的语言现象俨然已经成为了社会语言学研

究的一个热门课题[2]。 

2. 调查对象、意义及方法 

本文将以三明市三元区和沙县区的户外公益广告语作为调查研究对象。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城

市公益广告传播载体的限制，本文无法穷尽地收集到城市内所有的公益广告语，因此只能对部分有代表

性的场景进行尽可能详细地调查，2024 年 7 月 10 日至 8 月 1 日，笔者对三明市公交站、三明市汽车站、

三明市动车北站、三明市火车站、三明市各区中心主要道路、政府单位、旅游景点等地展开了调查。标

有“公益广告”字样，显示发布的群体为公益团体或者语言内容有明显的公益广告特点且语言形式简洁

的在本文看来都属于公益广告语的范畴。 
针对本文选取的调查地点在这里做进一步的介绍，三明市位于福建省西北部，据统计 2022 年三明市

全年接待旅游人数 3904.27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308.42 亿元，作为一座旅游，三明市城市公益广告语的

投放工作意义重大，这不仅有利于城市人文景观的建设，而且更能以此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因

此针对三明市户外公益广告语的调查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此外本文在收集分析三明市区公益广告语的

基础上将结合三明市的社会发展情况作进一步的分析并提出建议，希望能够对今后三明市公益广告语的

投放工作具有一定的帮助。 
本文涉及的研究方式以定量的观察法为主，首先收集公益广告语语料，并结合一定的资料文献对此

进行具体的分析。 

3. 三明市城市公益广告语调查基本情况分析 

3.1. 场景分布 

通过为期半个多月的调查记录，笔者共收集到公益广告语 312 例，具体使用场景如下表 1。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advertising slogans in Sanming city 
表 1. 三明市城市公益广告语调查结果场所分布情况 

地点 公交站 汽车站 动车站 机场 主要道路 政府单位 旅游景点 总计 

数量(例) 59 26 39 23 92 12 61 312 

百分比(%) 18.91 8.33 12.5 7.37 29.49 3.85 19.55 100 

 
根据表 1 显示，公益广告语最多的场所是城市中的道路，其余依次为旅游景点、公交站、动车站、

汽车站、机场，最少的是政府单位，可见公益广告语在人流量越大，人数越密集的地方数量越多，越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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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此外，三明市作为全国优秀的旅游城市，在各旅游景点、车站附近都增加了公益广告语的投放数量，

占比都比较高，足以看出三明市对于旅游业发展的重视。 

3.2. 内容分类 

针对收集到的公益广告语，本文根据其发布的目的大致上可以分为宣传类、倡导类、劝告类三类，

具体分布情况如下表 2。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content in urban public service advertising slogans in Sanming city 
表 2. 三明市城市公益广告语内容分类情况 

类别 宣传 倡导 警示 

数量(例) 150 129 33 

百分比(%) 48.08 41.35 10.58 

 
根据统计表格中的信息显示： 
1. 宣传类的公益广告语一共有 150 例，占比最高，为 48.08%。根据具体的宣传内容，宣传类公益广

告语可再分为政治宣传、安全宣传以及城市宣传，其中政治宣传占比 68%，安全宣传占比 20%，城市宣

传占比 12%。 
政治宣传类中数量最多的是关于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共有 58 例，占宣传类的 38.67%，

具体内容既有直接由 24 字核心价值观组成的一例标语，也有将 12 个词分开分别描述的，例如“自由——

海阔天空，任我遨游”“平等——众生平等，自尊自强”，此外，还有通过一则故事来阐述一个词的；其

次是宣传中国梦的，一共有 28 例，占宣传类的 18.67%，如“不忘初心跟党走，同心共筑中国梦”“中华

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再者是宣传国家相关法规政策的，有 16 例，占宣传类 10.67%，如近年

来开放的二孩、三孩政策“三个孩子就是好，不用国家来养老”，还有“法治扶贫，不落一人”。 
安全宣传类的内容涉及到很多安全注意事项，主要有近年频发的电信诈骗安全宣传，还有老生常谈

的防火防盗，安全用电，防止森林火灾等等，如“个人信息要保密，不明来电需警惕”“严防电信诈骗，

共创美好明天”“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以及一些典型的诈骗案例讲解。 
城市宣传类中以凸显城市特点为主的，如“天然氧吧——三明，期待你的到来”“中华小吃名城——

沙县”，此外，还有一种最近在网络上颇为流行的公益广告语“想你的风吹到了三明”“我在沙县很想

你”，还有沙县方言中“人”字音同普通话“虾”的音的“到了沙县，就都是一家虾啦”。 
2. 倡导类公益广告语共有 129 例，占比为 41.35%，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建立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3]，其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倡导爱护环境、低碳生活、保护动物、保护文化遗产、说普

通话、义务献血、志愿者劳动、勤俭节约、尊老爱幼，少吸烟，勤运动等等，如“我们爱心的一小部分，

却是他们生命的全部”“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但请不要弄脏他们美丽的衣裳”“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天

下”“把美的记忆带走，将美的心灵留下”等。 
3. 警示类公益广告语共有 33 例，占比 10.58%，相较于前两类，警示类在语气上更为强硬，命令性

很强，一般不可违背[4]。内容一般涉及到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个人生命安全。如“警钟长鸣耳边，保

密牢记心间”“高压电缆，严禁挖掘”“有电危险，禁止触摸”等。 
通过对收集到的 312 例三明市公益广告语进行具体的分类，我们可以看出其涵盖了很多公益广告语

的类别，当中既有普通基本的公益广告语，也有少部分富有三明市本地特色的公益广告语，特别是在城

市宣传语中体现的比较明显，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的分类是仅针对所收集的语料进行的，所以可能

存在由于某些种类未收集到而导致分类不全面的情况，这暂时不在本文的调查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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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语言运用 

通过观察所收集到的公益广告语，笔者发现其在语言运用上具有很大的特点，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1. 句式凝练，以陈述句为主 
312 例公益广告语中有 238 例的中心句字数不超过 20 个字，占比 76.28%，可见大多数的公益广告语

在语言用字上追求凝练，使受众一眼便能识读到全部内容，如在学校附近的道路旁“净、静、敬”短短三

个字便完整清晰地向受众传达出其要表达的意思。 
关于句式的选择情况见表 3。 

 
Table 3. Classification of sentence structures in urban public service advertising slogans in Sanming city 
表 3. 三明市城市公益广告语句式分类情况 

句式 陈述句 祈使句 疑问句 感叹句 

数量(例) 163 109 18 22 

占比(%) 52.24 34.94 5.77 7.05 

 
根据表 3 统计显示，公益广告语以陈述句为主，占比 52.24%，其次是祈使句，占比 34.94%，而疑问

句和感叹句都比较少，分别占比 5.77%和 7.05%。 
与字数凝练的表达效果相呼应，陈述句和祈使句在表达上都比较直接，但是二者也稍有不同。一般

来说，祈使句表达效果更为直白，能够使受众迅速把握广告语的主要意思，但是其语气表达比较强硬，

一般多用于警示类的公益广告语中[5]，如“公共场合请勿吸烟”“请不要横跨栏杆”等。而陈述句虽然

在表达效果上不如祈使句直接，但是因其字数较少，且语气表达也更加委婉，反而适用范围更广，在宣

传类、倡议类的公益广告语中都十分常见，如“知法，懂法，守法”“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不过并非祈使句就不能使用在宣传类、倡议类的公益广告语中，只是其使用在这些类别中时表达效

果往往不如陈述句[6]，如在车站中祈使句“请有序排队，不要插队。”与陈述句“有序等候，文明先行。”

后者显然更易让人接受。 
疑问句和感叹句句式在情感表达上相比于其他句式更为强烈[7]，能引起受众的思考，不过在信息传

达上大多属于间接性的言语行为，因此在公益广告语中使用较少，不过在特定的情境中也能产生很好的

效果，如疑问句类“能帮助我找到回家的路吗？”使用在垃圾回收站中，亲和巧妙地倡导人们要进行垃

圾分类。感叹句类“青青小草，踏之何忍！”可以感受到很强烈的情感，引起受众的共鸣。 
2. 对偶辞的大量使用 
公益广告语在强调宣传劝告的目的的同时也很注重语言的美感，词句优美、生动，读起来琅琅上口，

易于使人接受，给人以美的体验，具体的辞格使用情况见表 4。 
 

Table 4. Use of rhetorical devices in urban public service advertising slogans in Sanming city 
表 4. 三明市公益广告语辞格使用情况 

辞格 比喻 比拟 对偶 排比 仿词 反问 双关 总数 

数量(例) 12 26 213 3 4 10 3 271 

占比(%) 3.85 8.33 68.27 0.96 1.28 3.21 0.96 86.86 

 
在所收集到的 312 条公益广告语中，有 271 例运用了修辞格，占比 86.86%。当中，对偶格使用的频

率最高，一共有 213 例，占比高达 68.27，其余修辞格使用频率相当，占比皆在 10%以下。 
对偶格能够很好地契合公益广告语字数较少，表达简单的特点，并在听感上达到韵律和谐的效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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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宣传类、倡导类还是在警示类的公益广告语中使用率都很高。在结构上，最常见的对偶是动宾结

构的搭配，如“凝聚正能量，点亮幸福路。”“学习雷锋精神，参与志愿服务，共建美好家园。”不仅有

两小句对偶，三小句对偶，还有如“种下一棵树，收获一片绿阴；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四小

句，前两小句对偶，后两小句对偶同时前后对偶，还有主谓结构的“地球是我家，绿化靠大家”。在内容

上既有相互补充，表示相同相似的正对关系，也有相互矛盾或对立，表示相反关系，如“多一些关爱，少

一些杀害”呼吁保护野生动物的标语。 
除了结构内容上的对偶，在语音上往往也追求押韵的效果，如在结尾使用同一个字押韵的“有困难，

找志愿者；有时间，做志愿者。”韵尾相同的“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天下。”此外，还有双声叠韵的“刻

刻催人资警醒，声声劝尔惜光阴”，语音与形式上的衬和为原本较为平淡的公益广告语增添了轻快的美感。 
由于对偶格在公益广告语上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以及特有的表现力，因此在运用到其他辞格时也往

往会与其通常搭配起来使用，如“温室效应我不要，低碳生活我拥抱。”比拟与对偶搭配使用，不过也有

单独使用的，“搞四个现代化，不懂科学技术就要成为科盲。”运用仿词格，表达幽默风趣。 
3. 方言的化用 
三明市地处闽西北，与江西省相连，通行的方言包括闽方言、客家方言、赣方言等，堪称方言博物

馆，在本次收集到的公益广告语中也发现了一些方言化用的例子。有方言词的使用，如“水深危险，请

勿下水洗滨蹦”，在沙县方言中，“洗滨蹦”意为洗澡，下水，“爱护目睭，你我同行。”“目睭”意为

“眼睛”，即关于护眼的公益广告语；此外，还有使用与方言词同音的现代汉语词代替方言词的“到了

沙县，就都是一家虾啦”。现代汉语“虾”的读音与沙县方言“人”的读音相同，即到了沙县，大家就都

是一家人的意思，方言的化用为这些公益广告语大大增添了浓厚的地域色彩，对懂得方言的受众来说平

添了一份亲切感，不过方言词的化用也存在一些不好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不懂本地方言的受众，如“定

期体检，远离亚康健。”方言“康健”就是普通话中健康的意思，不懂方言的人可能会认为是否是印刷出

现了错误，又如“吃酒不开车，开车不吃酒”，“吃”在现代汉语中是不能与液体搭配使用的，但是在沙

县方言中，“吃酒”意为吃酒宴，不仅包括喝酒也包括吃其他食物，这也可能会让人误以为是动词搭配

错误。 
方言的使用无论是对本地方言的传承与普及都具有一定的作用，虽然国家相关法律并没有明令禁止

一切方言词的使用[9]，但是应该避免某些争议性词语的应用是毫无疑问的，并且在使用某些晦涩的方言

词时也应该在适当地方标注其相应普通话的意义，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总的来说，公益广告语的实质就是为了将优秀的思想、好的作风潜移默化地传达给受众，从而营造

和睦友善的社会氛围，因此不仅在传达信息需要简单明了，在态度上也要亲和委婉，易于使人接受，当

然最重要的还是其内容应当是积极的、正确的、没有歧义的，这样才能准确有效地将信息传递给受众[10]。 

4. 三明市城市公益广告语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三明市城市公益广告语的投放工作是值得肯定的，公益广告语的内容涉及

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很强的时效性，积极响应国策政策如三孩政策的公益广告语，关注社会

热点如有关电信诈骗的宣传，网络流行语的运用等等，同时在语言运用上也可圈可点，多数的公益宣传

语都能够准确地传达出主要内涵，不过针对本次调查的 312 条公益广告语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有待于改

善。 

4.1. 语言错误 

1. 形式方面。(1) 用字不规范。主要表现为误用，如“节约粮食，标准用餐”中的“餐”字使用了已

经废除的二简字“歺”，“文明城市，禮先行”中的“禮”字误将繁体字运用在简体字中；错用，一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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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写的广告公益语中较为常见，错写笔画、漏笔画以及写错字等情况，如“让爱传递，让心想连。公益路

上，我们同行”中的“想”应为“相”。(2) 标点符号错误。由于公益广告语篇幅很短，标点符号错用的

情况较少，调查中发现两例均为错将“，”用成“、”，如“请勿将食物、贵重物品、放入储物柜”中第

二个顿号使用错误。 
2. 内容方面。(1) 内容不当。这主要表现在公益广告语内容与使用环境不匹配，上文提到，三明市公

益广告语主要分为宣传、倡导、警示三类，其中倡导类和警示类常常会出现误用的情况，如将“公共场

所请您少吸烟”本应使用警示类标题却使用了倡导类。(2) 搭配错误。这种情况在调查中发现 5 例，其中

3 例为动词与名词搭配错误，如“节约时间就是丰富寿命”中“丰富”动词与“寿命”名词搭配不当，根

据前面内容，本文猜测正确应为“延长寿命”；2 例为形容词与名词搭配不当，如“小鸟们美丽的声音，

你我共同守护”当中“美丽的声音”搭配不当，应改为“动听”或“悦耳”。 
总的来看，在语言使用方面，收集到的 312 条公益广告语中发现 19 例存在问题约占 6%，公益广告

语作为城市重要的人文景观，这必须要引起重视，杜绝所有的错误的出现，应保证公益广告语 0 错误。 

4.2. 非语言错误 

1. 投放不均。公益广告语的整体规划不明确，在分布方面，本文调查发现虽然在主要道路，旅游景

区等人流量大的场所有大量的公益广告语，但是汽车站、动车站、飞机场三地的公益广告语却仅有 88 例，

占比 28.20%，并且在 88 例广告语中中英双语对照的仅有 21 例，且其中 18 例都是属于警示类公益广告

语。 
2. 维护不到位。在调查中发现少部分喷漆手写的公益广告语出现了明显的褪色，有些印刷的公益广

告语长时间粘贴在户外而导致有一定程度的破损，不仅影响美观，而且容易对人造成误解，特别是某些

警示类的公益广告语中“请勿”、“禁止”等词遭受人为或自然的破坏会传达出完全相反错误的意思。 
3. 同质化严重。调查发现 312 例公益广告语的内容以及配图多数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相同、相似的

版本，虽然起到的作用相当，但是缺乏一定的个性，千篇一律，作为重要的城市人文景观，并不能体现

出三明特色。 

5. 三明市城市公益广告语改进建议 

针对以上的问题，本文尝试提出以下建议，希望对三明市公益广告语的建设以及投放工作有所帮助。 
1. 提高公益广告语创作者以及建设者的语言文字素养，做好公益广告语投放审核工作，正确规范使

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针对公益广告语使用方言词、错词、错误搭配等现象，三明市相关工作单位应重

视对公益广告语创作者、建设者语言素养的培养，应加强从创作到使用全链条的审核工作，杜绝最基本

的错误出现。此外，在公益广告语创作中应当适当融合城市特色，这无疑也对创作者的水平提出更高的

要求，创作者应该充分挖掘三明市的本土色彩，在公益广告语内容中加入三明市的元素，如倡导多运动

“身处天然氧吧，今天你有氧了吗？”并添加三明市风俗民画、城市吉祥物等元素形成一套完整独特的

城市公益广告语系统。 
2. 加强公益广告语的投放工作的整体规划。针对公益广告语投放分布不均匀的情况，相关单位应对

三明市公益广告语投放情况做一次全面具体的摸底统计，再根据当然投放的情况做出及时的调整，对于

之后的投放工作也应当做好记录，系统地进行投放。另外在具体的投放上要结合具体的投放场景，对于

某些必须明令禁止的行为应该增多警示类公益广告语的数量，宣传类、倡导类公益广告语也应该根据社

会现实的情况以及需要做出动态的调整。 
3. 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持续跟进公益广告语布置以及后续管理的相关工作。户外公益广告语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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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一到两年后就会出现一定的破损，不仅影响美观，而且容易对人造成误解，负责单位应该定期对

其进行维护和更换。为了更好地做好维护工作，可在每一条公益广告语上设置一对一的二维码，鼓励群

众若发现问题通过扫码可直接进入问题反馈渠道，共同做好公益广告语维护工作。 

6. 结语 

本文通过真实语料对三明市公益广告语投放情况进行了调查与分析，研究表明，目前三明市公益广

告语在语言表达、传播效果以及维护跟进等方面还存在一定改进的空间，特别是在语言的规范性以及个

性化表达上，对此本文提出三点具体的改进措施，旨在进一步优化三明市公益广告语的投放工作，提升

其社会影响力和传播效果。 
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公益广告语作为重要的城市人文景观，其在正确价值观宣扬、正确行为引导

方面的作用举足轻重，因此城市建设必须要重视公益广告语的投放工作，未来的研究要抓住公益广告语

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深入挖掘文本创作的要点。此外，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公益广告语的传播行

为也逐渐发生变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为公益广告语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这方面的相关研究

也具有很大的意义。 
总的来看，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促进三明市公益广告语的优化与创新，也为公益广告语相关研究

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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